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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中，金融处于核心地位，维护其稳定运行对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金融行业为监督对象的金融

审计，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促进金融稳健发展为主要目标，通过严格有效的审计监督，及时发现、防范、化解和控制金融风险，所以金融审

计在金融监督体系和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监管体制的逐步完善，金

融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国际化程度日渐增强，金融创新业务与产品不断呈现，金融业务方法与手段更加丰富多样，金融风险不断增加，系

统性风险不断集聚，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与破坏也越来越大，金融审计所依赖的金融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金融审计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

战。金融环境的变化以及金融审计自身发展情况要求金融审计工作需要不断创新和深化。本文以我国金融审计的内涵、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为

基础，根据我国金融环境变化对金融审计的要求，探讨了我国金融审计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 金融审计的内涵和发展历程 

   

  金融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抵御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金融审计定义为：政府审计机

构、民间审计机构和金融系统的内部审计机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通过运用各种审计模式、方法和程序，对各种金融机构金融

机构的财务收支以及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合法、效益所进行的审计监督。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行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作为我国国家审计的重要内容和金融监督主要形式的金融审计也在不断探索和发展。金融审计的创新和发展能够

能够充实金融审计的内容，完善金融审计体系，全方位的防范金融风险。大致来说我国金融审计的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财务收支审计阶段。在1983年至1994年期间，我国金融行业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要求指导下，

进入了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金融体制改革新时期。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成立，次年审计署下发《审计署关于对金融保险机

构进行审计监督的通知》，拉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审计的帷幕。这一阶段，金融审计主要审计对象是国有专业银行，以维护国家

财经纪律和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要目标，以揭露和纠正诸如银行转移收入、乱列费用、擅自动用信贷资金大型修建楼堂管所等违反财政法规的问

题为主要工作任务。这一阶段的审计工作没有涉及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也没有涉及到风险的防范，本质上还是财政审计的延伸。 

   

  第二阶段：资产负债损益审计阶段。在1995年至2001年期间，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金融行业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金融审计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1995年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使金融审计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这一阶段，金融

审计按照“以揭露问题为主，着力发现大案要案线索”的要求，审计目标向“摸清家底、核实盈亏、揭露问题、分析原因、规范秩序、促进管

理、防范风险”转变，围绕资产质量的真实性，审计内容向“以信贷资产质量为主线，重点检查金融资产质量状况、业务经营合法合规性、内

控制度的健全有效性，揭露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线索”转变，金融审计逐渐呈现出了广泛性、综合性的特点。这一时期金融审计在整顿和规范金

融市场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打击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阶段，风险审计阶段。在2002年至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审计工作进入了风险审计阶段。这一阶

段以防范风险、提高效益、促进管理为主要目标，以真实性为基础，以内部控制为切入点，以查处大要案为突破口，逐步重视绩效问题，通过

审计从体制、制度、监管等方面分析原因，着眼于加强管理、完善内部控制，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将审计重点转向金融品种与服务、风

险管理措施等管理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第四阶段：安全审计阶段。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金融审计进入了安全审计阶段。2011年6月审计署公布的《“十二五”审

计工作发展规划》明确指出，金融审计要以维护安全、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为目标，揭示和防范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推动建立健全高效

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和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明确了金融审计的五项重点工作：加强对国有及国有资本占控

股地位或主导地位金融机构的审计和审计调查，关注货币市场、保险市场、资本市场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反映金融服务、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

中的新情况，并从体制、机制上分析原因，提出建议，促进深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在做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损益的真

实、合法和效益情况等全面审计的基础上，关注其法人治理结构及内控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效果，有效揭示内部管理薄弱环节和制度缺陷，促进

依法经营，加强管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大对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情况的审计和审计跟踪调查力度，促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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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调整优化资产结构，转变经营管理方式，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水平；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的审计，积极探索跨行业、跨市场金融活

动的审计方法，提示系统性风险隐患，促进建立健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建立综合数据分析平台，实现对银行业、证券

业、保险业等金融行业的经常性审计或审计调查，完善金融审计组织方式和审计方法体系，进一步改进信息化条件下以总行为龙头的审计管理

模式，有效整合审计资源，不断提高“集中分析，分散核查，专题研究”的工作水平。 

  回顾金融审计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方面国家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给金融审计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金融审计的进步

也为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我国金融审计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目前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以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金融审计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要使金融审计

在新的金融环境下最大化地发挥监督审计、维护金融稳定、揭示和防范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等功能，就要对金融审计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未

来发展趋势有深刻的认识。 

   

  金融审计未来发展趋势应该与其目标保持一致。《审计署关于印发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对金融审计的目标定义

为维护安全、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揭示和防范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推动建立健全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和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加

之当前金融业在金融危机所暴漏出来的过度自由化、监管缺失等特点，这些必将对金融审计提出新的要求。笔者认为未来金融审计发展趋势可

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以绩效审计为中心，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建立风险导向型审计模式 

   

  金融审计工作要以绩效审计为中心，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绩效、金融监管机构的经营绩效进行审计，即

对金融政策的合理性、监管内控制度的健全性、监管运行的合规性、监管内控机制运行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从整体上发现金融业所存在的普

遍性且偏向性的问题，并提出合适的建议，从而推动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审计的目标应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积极探索跨行业、跨

市场金融活动的审计方法，提示系统性风险隐患，促进建立健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同时，引入风险导向审计模式，更好

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扩大审计对象和审计内容，实现对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审计的全覆盖。 

   

  扩大金融审计对象要做到以下几点1.应加强证券机构、保险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审计力度。我国政府金融审计过分集中对国有控股上

市商业银行的审计监督，对证券机构、保险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审计力度不够，形成了审计的盲区，不利于及早发现风险的源头。2.应加

强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审计力度。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两类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管理水平较低，违规操作事故较多的问题，潜

伏和积累了较大的金融风险，更应该受到审计监督。3.重视对“一行三会”的绩效审计。对人民银行进行效益审计，应增加货币政策执行效

果、防范本外币价值风险、外汇监管、非常规金融打击等为主要审计目标。对“三会”的绩效审计应以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审计结果

作为三会履职效果的审计评价依据，逐步构架行业发展效果为导向的金融监管部门问责审计框架。 

   

  对于金融审计的审计内容应从传统的只对审计对象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监督转变为对表外业务的监督，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以延伸品市场等非传统型金融业务监管力度不够。金融自由化的风潮造就了衍生品市场的繁荣，当市场缺乏足够的监管，造成金融

风险的不断累积，最终整个交易链条断裂，给整个金融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在后危机时代，一定要注重对非传统性金融业务的审计督查，以防

止危机的再度爆发。 

   

  （三）立足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经常性审计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一旦受到外部冲击时，一方面，会通过其自身庞大的风险传染链条将风险传递给系统

中其他金融机构，引起多米诺骨牌效益，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另一方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行业的标杆，一旦其出现问题，在信

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恐慌，严重时会引发挤兑风潮。因此，立足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就必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审计监

督。制定相对于普通金融机构更为严格的审计标准，对系统性重要性金融机构实行经常性审计。于此同时，构建多层次的风险预警机制，以更

好地揭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隐患系。 

   

  （四）构建政府审计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的联合监管机制。 

   

  当前分业监管制度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的出现


